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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政治整训历史回眸

记 史

1944 年 春 ，侵 华 日 军 为 打 通 中 国

大 陆 交 通 线 ，陆 续 从 华 中 地 区 抽 调 部

队 南 下 参 加 作 战 。 驻 苏 中 、苏 北 地 区

的 日 军 为 弥 补 兵 力 不 足 ，遂 收 缩 防

区 ，强 化 伪 军 ，并 加 强 对 沿 海 地 区 的

控制。新四军第 1 师师长兼苏中军区

司 令 员 粟 裕 ，遵 照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集 中

力 量 打 击 日 伪 军 、巩 固 与 扩 大 抗 日 根

据 地 的 指 示 ，为 改 善 苏 中 地 区 的 斗 争

局面，沟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

区 的 战 略 联 系 ，并 为 整 风 、整 训 工 作

创 造 比 较 安 定 的 环 境 ，决 定 在 3 月 上

旬发起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

作战。

车桥镇居淮安县城、泾口、泾河、曹

甸镇之间，位于我苏北、苏中、淮南三块

根据地的交界处，是重要的战略机动枢

纽地区。同时，车桥又是敌军第 65 师与

第 64 师的接合部，较为孤立突出，守敌

为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大队。

粟裕随即主持召开会议，商讨具体

作战方案，决定集中第 1 师兼苏中军区

5 个多团的兵力，由副师长兼副司令员

叶 飞 担 任 前 线 指 挥 ，采 取 攻 点 打 援 战

法，夺取车桥及其周围地区。以第 7 团

并配属师炮兵大队，担任主攻车桥的任

务；以第 1 团、第 3 军分区特务营和泰州

独立团 1 个营，担任淮阴、淮安方向的打

援任务；以第 52 团及江都、高邮独立团

各 1 个营，担任曹甸、宝应方向警戒；另

以师教导团第 1 营及第 4 军分区特务团

2 个营组成预备队。此外，第 3 师兼苏

北军区部队在淮安县东北顺河集、凤谷

村一线积极活动，保障攻击车桥部队的

北面安全。

3 月 5 日凌晨，战斗打响。我军避

开外围据点，采取远程奔袭方法，利用

夜暗掩护，从日伪军外围据点之间直插

车桥，以隐蔽迅猛动作，从南北两个方

向同时发起猛烈进攻，直取车桥两翼。

突击队员们越过外壕、架起云梯、攀上

围墙，展开攻击。仅 25 分钟，我军便次

第突破土围墙，攻入镇内。

随后，在炮兵大队火力支援和掩护

下，我军采取分散突击、各个击破的战

术，逐个攻克敌碉堡，消灭敌火力点。

我军突然攻击，使敌完全被动。经过激

烈战斗，当天中午全歼镇内一个伪军大

队 ，并 将 日 军 压 缩 在 核 心 工 事 内 。 下

午，我军接着对日军驻守的土圩及碉堡

开展攻击，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残

敌固守挣扎。

与此同时，新四军强攻车桥，出敌

意外，使淮阴、淮安、涟水等地日军极

为 震 惊 ，增 援 车 桥 。 车 桥 的 打 援 战 斗

打 响 。 下 午 ，当 第 一 批 援 敌 赶 到 我 伏

击阵地时，我军猛烈开火，迎头痛击。

敌 死 伤 惨 重 ，锐 气 大 挫 ，被 迫 退 守 韩

庄。接着，第二、第三批援敌，先后进

入 韩 庄 ，与 第 一 批 残 敌 会 合 。 我 军 采

取正面打击和侧后方突击相结合的方

法，再给援敌以沉痛打击，与敌白刃肉

搏 ，歼 其 大 部 ，敌 残 部 慌 忙 逃 窜 。 其

间，日伪军 200 余人乘夜暗绕从右翼芦

苇 荡 偷 涉 迂 回 ，企 图 继 续 增 援 车 桥 。

我军发觉后予以歼灭。6 日晨，战役胜

利结束。

车桥战役共歼日军 460 余人（内俘

24 人）、伪军 480 余人。车桥战役胜利

后，新华社报道了“苏北新四军大捷，收

复车桥”的消息，赞扬我军“以雄厚兵

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解放日报》

也发表社论，祝贺车桥战役的胜利。新

四军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联名致电粟

裕等人，对车桥战役予以很高评价。

在车桥战役重大胜利的鼓舞下，我

军各部相继对敌发起攻势，不断出击，

捷报频传。随着苏中根据地及其周边

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苏中党、政、军领

导机关移驻到车桥、曹甸地区，并组建

苏中区委党校，车桥也成为我军抗战反

攻的重要根据地。

揭开华中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序幕—

车 桥 战 役
■刘芳芳

战 例

1939年 11月，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安徽泾县云岭召开。

《解放军画报》资料室供图

1939 年，总政治部对我军青年工作

发出指示，要求培养青年队，使之成为党

在军队中的外围组织及其后备军，成为

党的工作的有力助手，并明确了加强青

年工作的领导。新四军作为青年（25 岁

以下）占到 60%以上的队伍，积极响应党

的号召，11 月，在军部驻地安徽泾县云

岭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

一

会场设在一座祠堂里，跨进会场，迎

面两根大圆柱上悬挂着醒目标语：“发扬

青年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实现抗日统一

战线而奋斗”。正中屋梁上高挂着教导

总队全体青年赠给大会的两面锦旗，上

面写着：“青年是革命军队的骨干，是民

族革命的先锋”“我们的位置是在人前

面，在最前线”。四周墙上，在“敬献给大

会”的标题下，贴满一封封来自前线和后

方的贺信和决心书。主席台上方，张挂

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画像，画

像下方是一面鲜红的党旗，两旁大立柱

上贴着条幅：“全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

会”和“完成铁的青年新军建设”，各青年

队赠送的锦旗高挂在立柱的两侧。

在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盛会上，新

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以及第 1、第 2、第 3、

第 4支队以及挺进纵队都派代表出席。

二

大会开幕，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袁 国 平 致 开 幕 词 ，为 会 议 奠 定 了 总 基

调。他强调党对青年工作的重视和在战

火纷飞的情况下召开这次大会的意义，

明确了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

用；青年所受的民族压迫、政治压迫、经

济压迫是特别严重的，但在革命运动中

的力量和作用却是伟大的；青年革命运

动是整个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但如果

缺乏组织与领导，就无法彻底完成革命

任务；新四军作为一支“青年军队”，全军

青年应在建军运动中起到突击队的作

用，继承我军优良传统，发扬红军时期青

年工作的优良作风，把新四军锻炼成青

年的铁军；在中国抗战进入更艰苦的相

持阶段的时候，新四军青年的任务更重

了，要为抗日战争胜利、为国家民族独立

解放和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而艰苦奋斗

到底。

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年部长的陈

丕显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局向大会表示祝

贺，并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新四军青年

去组织地方青年，对地方青年进行抗战

教育，训练地方青年武装，协助地方青年

解决困难，巩固地方青年对新四军的拥

护与帮助，建立起与地方青年组织的联

系，并赠送了一面锦旗。

大会期间，青年代表们参观了军工

厂，还就如何在抗战中发挥青年的先锋

作用和培养青年的献身精神，努力建设

一支青年新军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大会部署了全

军青年工作，推广各部青年工作的典型

经验，选举产生了全军青年工作委员会，

从而推动了新四军青年工作的进一步开

展。大会还一致通过了《新四军青年队

章程》和《告全军青年同志书》，明确青年

队是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规范青

年队工作的组织程序、各级青年代表大

会的召开时间、各级青年委员会产生的

办法及连队青年队的组织活动，将“学习

学习再学习”定为青年队的口号和精神，

学习内容涵盖政治、军事、识字写字和读

书、科学四个方面，采用在工作中学习、

在战斗中学习、在群众中学习三种学习

方法，并成立青年工作部门。

大会肯定了新四军青年的奋斗和成

绩，也剖析了青年群体的弱点，针对青年

缺乏文化、科学、政治、社会的系统学习的

弱点，指出青年群体从单纯的信仰走向深

刻的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大会

对新四军青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新四

军青年意志的集中，作为全国青年意志集

中的基础；以新四军青年力量的团结，作

为全国青年力量团结的模范。

当时，恰逢菲律宾华侨慰问团组成

的铜管军乐队来到皖南军部慰问演出，

他们向大会赠送了一面写有“青年楷模”

4 个字的锦旗，表达了广大爱国侨胞对

新四军青年的敬意。这是对中国青年在

世界各国青年反法西斯运动中发挥积极

作用的充分肯定。时任新四军组织部部

长的李子芳说：我衷心希望在座的每个

代表真正地成为全军青年的楷模，在关

系中华民族存亡的抗战中起先锋和模范

作用，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为夺取抗战

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三

大会结束时，新四军政治部举行了

盛大的欢送会，袁国平作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为了尽早把大会精神传达到广大

青年中去，青年代表团迅速奔返各地，以

战斗的姿态把大会精神传达和贯彻到前

线。各个青年组织以新四军青年队队证

上印的“青年的中心任务是学习共产主

义”为方向，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工作

始终；高喊“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的口

号，把青年培养成模范的军人、勇敢而又

熟练的战士，使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成长

为革命的重要助手。

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通过

动员交流、建章立制，厘清了青年群体

困惑和忽视的问题，把党的领导贯穿到

青年工作中，使青年成为忠实于革命的

战士，明晰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的历史使命，点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

大理想。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使新四

军遭受重大损失，但是，新四军青年战

士们在伟大理想信念的支撑下，不仅没

有气馁，反而士气高昂，重新走上发展

壮大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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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春，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

军在创建农村根据地、实行党的绝对领

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等原则问题上出现

了不同认识和争论。9月，红四军召开党

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仍未能解决问题。

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泛滥，影响了部

队的战斗力。10 月底，陈毅带着中共中

央的“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向前委传

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11 月下旬，正在

福建上杭养病的毛泽东收到陈毅派人送

来的中央“九月来信”及他的亲笔信。于

是，毛泽东马不停蹄地赶到位于长汀的

红四军军部，与朱德、陈毅会合，表示遵

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随后，毛泽东

重新担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

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三

人均出席。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针对

红四军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问

题，会议发出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

闽西政权的建议，并根据中央“九月来

信”关于“红军有好的军事技术，有严格

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的

指示，决定开展军政训练，以彻底纠正党

内错误思想，全面提高部队军事素质。

会议还规定 12 月份的主要工作是召开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

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

误思想。于是，一场全军的整训拉开了

帷幕，新泉整训则是这场整训运动的序

曲和重要组成部分。新泉整训期间扎实

有效的军政训练、调查研究和思想发动，

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由

于准备充分，古田会议仅开了两天，就取

得了历史性成果。

一

12 月 的 南 方 ，霜 色 凝 重 ，冷 意 袭

人。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此时正酝

酿 联 合 发 动 对 闽 西 革 命 根 据 地 的“会

剿”。强敌压境，为了避免同由赣入闽

向长汀袭来的敌军作战，毛泽东、朱德、

陈毅率红四军第 1、第 2、第 3 纵队撤离

长汀开往新泉，与第 4 纵队会合。

新泉，连城县南部的一个重镇，四周

群山环拥，苍松叠翠，温泉清澈透明。波

光粼粼的连南河水在这里穿梭而过，一

条从北面山涧流出的小溪与它交错汇

合，整个村被分成东南、西、北三部分。

这里东通龙岩，南连上杭，北接长汀，沿

水路可乘船直下潮汕，是连城南境的水

陆通衢。红四军各纵队分驻在西村、北

村、东南村及邻近各村庄。红四军前委

设在了一处名为“望云草室”的房子里，

这 里 原 是 咸 丰 年 间 的 书 院 ，为 砖 木 结

构。正是在这里，毛泽东研究部署了整

训，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

二

在整训期间，毛泽东、陈毅主要负

责政治整训，朱德主要负责军事整训。

怎样建设一支人民军队？怎样凝聚军

魂永不变色？一幅宏伟壮丽的建军蓝

图，在毛泽东等人心中逐渐铺就。

整训首先组织全体指战员学习领

会“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并联系红四

军的实际情况，号召全体官兵大胆讨论

当时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

言论、行为。通过讨论，明辨是非，找到

解 决 矛 盾 和 问 题 的 方 法 ，达 到 统 一 认

识、增强团结的目的。

毛泽东在望云草室主持召开了多

次调查会，调查会由各纵队、支队、大队

的负责同志以及连队的支部书记和一

些士兵组成。会场用几张学生课桌拼

成一张大桌，桌上放了一个墨碗、一支

毛笔，还有一叠画着竖红线的毛边纸。

毛 泽 东 一 边 听 ，一 边 记 。 他 还 冒 着 严

寒，分别到部队的各个驻地，召开士兵

调查会，找干部、战士谈心，仔细了解和

询问各种问题：打骂士兵和肉刑制度行

不行？流寇主义思想对不对？为什么

不行？用什么方法来纠正？

同时，毛泽东把思想政治工作娴熟

地运用于各种调查会中，认真倾听参会

人员的意见，循循善诱，做好官兵的思

想工作。毛泽东指出：“有一些同志是

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

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

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因长期斗争经

验和工农群众的影响，这种单纯观点的

头脑，渐渐洗刷了一些，单纯的‘打大

仗’和‘拿几十个州县’的观念比较地减

少了，但没有完全消灭，遇有机缘就会

发作。”

除了在红军内部做调查，毛泽东还

到附近的村庄与农民座谈，收集农民对

红军的意见。他和农民拉家常式的座

谈，询问到会的农民兄弟，过去租种地

主多少田，每年要交多少租？红军来了

后，生活有些什么变化？大家见毛泽东

平易近人，都热情回答毛泽东的询问，

同时称颂红军的好处。当问到对红军

有什么要求和意见时，他们也坦诚提出

了自己的意见和批评。毛泽东仔细地

倾听着，并亲切地勉励他们。

军事整训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每

天清晨，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人们总是

能看到身材魁梧、衣着朴素的朱德快步

行走在巷子里，他要赶去和战士们一同

训练。他主持制定了红军的条例、法令，

严肃部队纪律。同时，朱德对地方武装

也进行了培训，并亲自上军事课。他举

办了基层军事干部培训班，把红四军的

支队长、大队长、中队长都编入连队，由

纵队司令员下去当连长，进行严格的步

操和射击训练。朱德还亲自讲授《新游

击战术》。新泉广场和各部队驻地的练

兵场上，杀声震天，广大红军官兵按照游

击战争的实战要求，互教互学，严格操

练，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部队，

在军事素质上有了很大提高。

此外，部队在新泉进行整训时，还

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当 时 适 逢 广 州 起 义 两 周 年 纪 念

日。12 月 11 日这天，经过整训后英姿

焕发的红四军指战员，与特地从几十里

外赶来的工人、农民，一道聚集在广场

上，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大会。毛泽东、

朱德先后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号召闽

西根据地军民以广州暴动的大无畏气

概，紧密团结战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的军事“会剿”，巩固和发展赤色区

域的革命斗争。会后，毛泽东、朱德和

陈毅等还检阅了声势浩大的军民武装

游行。这次纪念大会，使新泉整训后的

红四军士气更加高昂。

三

隆冬之夜，寒风呼啸，在一盏瓷油灯

微弱的亮光下，毛泽东时而抬头凝思，时

而挥笔疾书，细心整理着白天调查得来

的大量材料，把红军创建两年来的经验

教训作了全面回顾和总结，为即将召开

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做准备。

短短 10 天左右的时间，毛泽东从望

云草室到偏僻的山村，从部队驻地到练

兵场，对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和如何加

强与改进党对军队的领导等重大问题，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掌握了红四军

内部的基本思想和政治状况。

正当新泉整训如火如荼地进行时，

国民党军从长汀扑过来，并向连城新泉

方向推进。第 4 纵队党代表张鼎丞匆匆

赶到望云草室，向毛泽东报告敌人已向

新泉进逼的消息，朱德、陈毅也闻讯赶

来 。 为 了 排 除 干 扰 ，开 好 红 四 军“ 九

大”，毛泽东、朱德、陈毅决定：红四军除

留下一部分在新泉警戒长汀来犯之敌

外，其余移师上杭县古田，以便更好地

召开会议。

在我党我军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

影响的重要会议徐徐拉开了它的帷幕，

闪耀出熠熠光芒。

新泉整训：古田会议的序曲
■李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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